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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距今已有 40 余年，然时至今日，其所取得的

成就和进步仍在不断影响着当今社会。笔者认为，改革开放

所取得的成就是今日中国富强的奠基石。唐太宗有言：以史

为鉴，可以明得失。过去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就其成就采用不

同方式进行分析，而笔者就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对改革开放

的成就作出进一步阐述 [1]。

2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观研究的重要性及

意义

人人都有历史观，而从根本上来说，历史观是人们对于

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 [2]。其中也就衍生出了许多历史观，而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前，人总是从某些经书

中的神灵，或伟大人物抑或某种主观意识出发来对历史事件

做出阐述，说明历史发展，这样做出得出来结果往往严重偏

离史实。而到了资产阶级提出的历史观开始用“人”来阐述

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但这还是抽象的人，而非真实存在的

人。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必把历史的一切发展缘由脱离事

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把历史的一切成果全部归结到人性的善

良或者理性上，这样也无异于对历史进行正确地分析研究。

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在其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并未使用相同的字眼，转而是使用了诸如“历史科学”“唯

物主义世界观”之类的词语来描述其内容 [3]。在此书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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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使用了诸如“真正的实证科学”来描述其“历史科学”

的特征，说明马克思创造该思想时确实受到了同时代实证主

义思想的影响，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创造的“历史科学”

与那些同时代的拘泥于实证而陷入“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

相同。

实证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

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这本是相当

正确的。可是孔德却由此出发完善他的理论，认为一切科学

知识都必须在经验范围之内，否认规律的客观性，规律只不

过是某种现象之间的相似关系和先后关系，科学的任务就是

得出这些关系 [4]。这从表面上看孔德在坚持知识的实证性和

科学性，但实际上，他搞错了科学的真正任务，科学不仅是

探究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发现事物背后的本

质特征，反过来指导实际生活。

马克思与同时期的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所不

同的是，他并未仅拘泥于单纯的经验事实，而是对事实的前

提及实际情况作了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从而改变世界。后来，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为了与当时社会

上风头正盛的“历史唯心主义”作对比，正式提出了历史唯

物主义这一名称。至此，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称，被正式确

定下来并被许多名人在其著作中引用，而且都给出了极高的

评价。并伴随着历史上诸多思想家探索与实践，人们也已把

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起来且逐步明了其内在逻辑。列宁把历

史唯物主义称为“批判的唯物主义”，并说明这种思想才是

“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3]。而苏联后来的党书记

斯大林在其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指出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去推广研究生

活，把辩证唯物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

应用于研究历史”这句话并非完全正确，斯大林认为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得出来的，即使历史

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并非完全相同。

这种说法，相当于直接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跨时代意

义。马克思是通过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探究人背后

的利益关系，才艰难创立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像是独自

在哲学的高山上艰难探索出登顶之路，其开拓作用与对后人

启示作用不言而喻 [3]。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认识历

史的看法。当时其职能是通过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

此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以其来认识中国的改革开

放成就，笔者认为是完全可行的。

3 生产力的需求、国家的需要及改革开放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其特定的

规律性，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

后，需“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5]。可见，生产力这

一因素在革命中是相当积极的，当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生产

力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又有一定的反作用，两者相适应时会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

在两百多年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言一语成谶，人类社会的

进程正是这样曲折前进的。

而中国当时进行改革开放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理论的

正确性。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正经历极为黑暗的“十年文革”

时期，随着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逐步夺取

政权，中央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

在思想上，思维僵化，迷信盛行；在法制上，法律成了一纸

空文，各地“红卫兵”可以不经政府同意，不持任何法律文

件肆意以非法手段限制知识分子的人身自由，并冠以“走资

派”“反革命”一类的名称进行批斗。后经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中央第二代领导拨乱反正，“十年内乱”得以平息下来。

但其所造成的破坏仍然存在，彼时（1978 年），中国的国

民生产总值达 3624 亿元，年递增率为 6.8%[6]，但因经济上

以计划经济为主，人民生活贫苦，科学技术落后，导致社会

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渴望扩大生产以求美好生活与计

划经济体制之间矛盾，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针对这一严

重情况，邓小平于 1978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主席一

针见血指出了彼时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1978 年，中国安徽凤阳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集体按下手

印—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帷幕，显而易见地，这

一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当地农村的生产力。这个之前全县有名

的“三靠村”（即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仅仅一年，秋收之后，除交给公粮外，每家农户都留下了一

定的粮食，此事当时在全国引起了莫大的轰动。同年，邓主

席也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作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其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出了当政者刚开始所设想的，中国从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发展

中大国，且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了“深圳速度”等诸多世

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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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后这一段历史经历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历

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首先，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有效提升了

农村经济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户们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农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此时生产关系

也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转变了，从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

产资料公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则进一步增加了农民

个体收入。再兼此时如水利，化肥之类的生产手段已较为成

熟稳定，一旦农民们的收入增加，农民们为扩大产量就极有

可能将新的手段用了农业生产。如此一来，农村经济便产生

了良性循环。

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完全抓住了当时世界的全球化有利时

机。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是以出口为

导向。这种出口导向也正是以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高福

利、“去工业化”为背景，彼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也正在向

发展中国家迁移，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本。一方面，由于各个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也即“经济空心化”，本国制造业

产值不断萎缩，则其居民所需要的轻工产品则需大量进口，

这类产品所需生产技术不高，当时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轻松掌

握。而且当时因为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总量有所提高，生产关

系有所转变，在某些领域由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

私有制后，政治上层建筑亦发生了转变，允许私有资本进入

大部分制造业。就在这一内外两重因素的作用下，轻工制造

业在中国市场迅速发育、深化；另一方面，当时中国除吸引

私人资本涌入外，对其他国家资本涌入也给予了相当大的优

惠政策，此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对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

力。其他国家投资者纷纷来到中国沿海地区兴办企业，他们

除带来资金外，还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思想，间接提高了中国

人力资本水平。总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与世界紧密联

系对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是因为，

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力发展后带来的生产关

系转变，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的适当反作用都适当促进了分

工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扩大，而这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和

动力。正是对外开放，让我们充分利用了人类文明发展成果，

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4 结语

笔者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观对改革开放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若要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必须明确

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纵观中国发

展史以来，错误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使得人民生

活贫苦，经济发展粗放严重，干部思想亦及其僵化。而且就

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决定作用，经济

不好，整个国家的政治及思想上层建筑就会出现偏差，以此

使得生产关系转变，最终又导致生产力下降。以此恶性循环，

国家容易走向崩溃。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建立一

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反对去工业化，有利于经济平稳地持续

健康发展。第三，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市场

的扩大，是促进工业发展的动力。在现如今全球化时代，需

进一步开发国内和国际市场，有效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形

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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